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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当下媒体融合传播特色与

发展，从拓展纪录片创作理念角度出发，分析

文化纪录片叙事样态多维勾勒，提出如何以大

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创新创作“接地气”

的纪录片，让历史、文化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关键词：文化纪录片 大众 叙事方式

融合传播

近年来，随着众多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上映，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了更多的呈

现方式。这些纪录片在创作上寻求从形式到内容

的创新，通过别具匠心的叙事方式，用更为平和

的表达，带领观众走近文字、诗歌、书画、音乐

和器物，在触摸文化脉搏的同时，让优秀传统文

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尤其是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边界的日渐模糊、多样态的媒体彼此交融，更

是满足了新媒体时代大众的新需求，让看似高冷

的文化纪录片成为了“网红”和“爆款”。

一、选题视角构建文化记忆

当今社会，网络电视节目，真人秀、娱乐节

目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总体来说这些节目

缺少一定的内涵;特别是传统文化也在外来文化、

网络文化的冲击下处于弱势地位。文化类纪录片

的应运而生，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科学的，一张是艺术的。”①中华民族悠久

灿烂的历史文化，为历史文化纪录片提供了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传统文化如何走近

现代生活、触动年轻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

故宫修文物》《本草中国》《穿越时空的古籍》

《“字”从遇见你》《鲜生史》 等优秀作品看，

文化题材纪录片是一个绝佳的载体。

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取了全新

视角，从文物中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且营造出

“纪录片创作—博物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

文化领域深入融合互动的态势。关注传承传统技

艺，讲述故宫文物修复工匠故事的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通过小人物的工作日常，透过文

物折射出历史文化、传统文化，而贴近生活式的

纪实拍摄手法，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

匠精神和生活态度。这两部纪录片让冰冷的文物

富有了现代的温度，获得了新的生机。《本草中

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则借助中

医药文化、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内容，成功

地将蕴藏其中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

传播到海外。人文纪录片 《钱江潮》 通过 《听

潮》《看潮》《弄潮》3个篇章，以时间为经，人

物为纬，从历史、地理、文化、经贸等角度，勾

连了多个时空的交汇，开启了一场人与潮延续千

年的心灵对话。观众在节目视频下方留言，“怀

念在杭州看潮的日子”“感受到了猛进如潮的精

神”“看到了浙江人的精神气质”。纪录片 《但

是，还有书籍》 采用“读书+纪录片”的方式，

视角放在二手书店店主、设计师、藏书人、图书

编辑这些与书籍相关的普通人物故事身上，观众

在书籍墨香中品读他们对文字知识的守望。纪录

片《鲜生史》讲述鲁迅、苏轼、曹雪芹、白居易

笔下的“探店”“干饭”经历，再现先生笔下的

美食，重识美食中的先生，弹幕中称苏东坡为北

宋一路被贬一路吃的“美食博主”。通过美食文

化这个载体，将先后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大文豪和

今人联系起来，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也让人们看

到这位宋代大文豪随遇而安、乐观积极的人生

态度。

众多制作精良、内容丰富的文化纪录片播出

引发热议。《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

话》《但是，还有书籍》《惟有香如故》等优质文

化纪录片除了在电视上热播外，纪录片还在 B

文化纪录片如何走近大众文化纪录片如何走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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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抖音持续走红，弹幕评论不断，点击量超

过数百万次。在弹幕时代与指尖观看的视听新

环境中得到了受众的认同和喜爱，甚至形成了

“追剧”式的观看热潮。

时空是每种文化的底层密码，四季轮回构

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从题材上来看，拍摄一

部文化纪录片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大部分文

化纪录片曲高和寡，文化纪录片在以往可以说

是收视率的黑洞。但是纪录片与传统文化的有

机结合，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还是纪录片，

都是一次创新，这样的纪录片让传统文化焕发

了新的活力，也让文化纪录片在众多综艺娱乐

节目中脱颖而出。平实、“接地气”的叙事，

贴近生活的视角，让文化纪录片的表达更为真

实、生动、活泼。生活与时空上的延续，让人

们与历史、文化“相遇相知”，在解锁纪录片

背后中国历史和文化密码的同时，构成了文化

纪录片内蕴可触碰的真实和持久的美感。

二、叙事语态达成共情需求

（一）口语化的旁白

纪录片主要以画面语言为主，片中的解说

词能够起到完善叙事、建构逻辑、解释说明、

塑造人物、渲染情绪、传递思考，以及画面起

承转合过度等作用。②个性化、有特色的内容

能迅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具有明显特色的

解说词往往能达到出其不意的传播效果，使片

子脱颖而出。解说词旁白成为纪录片打造“网

感的”一个关键要素。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针对B站这样一个以年轻人为聚集的平台

制作播出，创作团队打破原来读书类纪录片

“掉书袋”的话语风格，无论是解说词，还是

画面呈现，都力求年轻化。在讲述每一个人物

故事时，尽可能不出现学术性专有名词，即便

不得不出现，也要在第一时间加以解释。演员

胡歌娓娓道来的旁白营造了更为放松、融洽的

语言情境，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增强了观赏

的黏合度。

（二）故事化的表达

约翰·格里尔逊说，“纪录片就是从日常

生活中拍戏剧，从一个问题中写出一首诗

来”。③剧情再现的视角成为文化纪录片的一大

叙事策略。在确保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再现方

式，全景式地呈现人物、事件、行为。大众化

的视角带领着观众深度感知一枝一叶、一屋一

舍、一饮一啄中的现实生活。具象化的呈现，

鲜活的人物命运体验，在推动了叙事的同时，

达成了共情的需求。

2023 年 1 月 12 日由 B 站与小虫影视联合

出品、《老沈一说》 主讲人沈永鹏执导的国内

首部讲述中华香道精神的历史剧情纪录片

《惟有香如故》 播出，收获 B 站评分 9.8 分、

豆瓣评分 9.2 分的高口碑，堪称 2023 开年纪

录片的一匹黑马。纪录片 《惟有香如故》 选

取与 5 位古人命运相连的香料，串起他们曾

经在那些重要节点上的冲突和选择。精致的

服化道、富哲理的台词、传统美学的画面构图

等让 《惟有香如故》 的雕琢程度让人倍感惊

艳。为了能让观众更有带入感，导演沈永鹏以

旁观者身份讲解，更是创新性地将现代实验室

“搬进”历史时空，打造一种全新的进阶纪录

片观看体验，兼具历史文化科普属性和影视

鉴赏属性。这样既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又

补充了现代科学知识，被观众誉为“力够撑起

一部院线电影”的质量、“近三年看过最好的

历史题材影片”。

（三）创意化的视听

文化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如何展

示文献、数字、技术解释，以及历史画面如何

还原等内容，大量的三维动画技术、定格动

画、实景结合动画、投影瓶贴等形式，为纪录

片创意化的视听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可行

性。纪录片《水脉》运用三维技术构建起遇真

宫的原貌，使画面更为立体、更为具象，更容

易解读和被观众接受。纪录片《钱江潮》后期

团队选择用“活化”古画的方式呈现唐宋时期

钱塘江流域的观潮风俗。动画师将图画景物和

其中近半人物进行了修补分层，并通过三维骨

骼绑定制作出了动态画面。画面总合成层数达

到了200多层，破解了创作难题，再现当时的

热闹景象。在表现年轻的诗人徐志摩与一众好

友乘坐“看潮专列”的情景时，采用了绿幕人

物实拍加三维场景制作完成，“情景再现+腾挪

人物时空”生动饱满地展示画中场景，给了观

众“穿越”般的即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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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媒传播重塑生产模式

融媒时代的到来，使内容生态发生重大改

变。融媒体不仅是新的载体，更是新的逻辑。

从媒体纬度到场景纬度的跨界，围绕传播分发

来组织内容。而优质的内容和制作是占领高峰

的根本途径，内容为王依然是媒体的核心竞

争力。

（一）传播力先行，整合传播资源推动作品

破圈

新媒体新的媒体环境和舆论生态要求纪录

片打破传统传播模式、创新融合传播手段来扩

大传播影响、赢得更多受众。在选题立意上做

好“聚焦”文章，在表达方式上做好“创新”

文章；在创作机制上，做好“贯通”文章，在

传播运营上做好“融合”文章，展开全媒体、

全方位、全形态的传播，最大限度扩大作品影

响力。

（二）多元呈现，形成“大小屏+互动+纪录

片”的视听体验

短视频、微纪录片已经成为纪录片创作新

的一极，平台纪录片的呈现已经从传统的PGC

模式转向了PGC+UGC的协同共创模式。许多

微纪录片通过“微”化叙事方式，满足了新媒

体时代观众的新需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

话》《“字”从遇见你》《鲜生史》等优质纪录

片每集时长虽然只有10分钟左右，但是内容十

分丰富。这些纪录片以一个个微小故事，通过

细腻笔触展现宏大题材，运用具有贴近性的网

络语言和娱乐化的表现形式，拉近观众与文化

的距离。“高冷”的文化在短小精致的微纪录

片里见微知著，获得了众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短小的篇幅更是契合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人

们可以在碎片化时间观看，更有利于快捷传

播。电视、主流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以及

社交媒体等多个平台播出，则形成了互动传播

模式，达到“爆款”的传播效果。

（三）寻找确定性，创造可能性

纪录片的“为知+真实”对观众的心理震

撼是最为强烈的。纪录片取材于真实生活或是

真实历史，实事求是地讲述故事才能抵达现

实。从升腾的烟火气中捕捉艺术的真实，贴近

年轻人的表达，生动映射现实，以小见大照见

时代气象，这是每一个创作者都不能忽视的纪

录片本身的文化价值。

随着网络时代包容性的凸显，受众的信息

选择行为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如果一种媒体满

足，他们就会转移到能满足其需求的其他媒体

中去。这种跨媒体流动与迁徙是受众不断为

满足自身需求进行的信息选择过程。④由此，

纪录片在选题、创作、传播营销等各个环节

都需要进行创新融合，形成适合时代的生产

路径，需要抛弃“孤品式”的生产模式，从

“合力”传播的角度构建传播体系，实现全媒

体平台的综合化内容生产模式，并通过受众行

为数据的挖掘，制定整体性的内容布局与分层

传播策略。

四、结语

每一个文化产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

代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赋予文化产品不同的

文化品格，文化品格也通过艺术辐射和审美愉

悦彰显时代精神。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纪

录片在制作、运营、传播等环节创新的同时，

在创作过程中更要坚守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取

向，关注人性最本质的需求，让受众在看完后

内心有触动、情感有共鸣，让纪录片更好地

“活”起来、“靓”起来、“动”起来，真正做

到与时俱进、走近观众，展现出新时代纪录片

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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